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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陈雷 王钦臣 报道
本报微山讯 “广大村民注意了，今年

的船检不用再到县里集中检验了，检验点就
在咱们村西头，检验通知就贴在咱们村的公
开栏里。”12月20日一大早，微山县留庄镇
马口一村的村广播就在村里喊开了。村民们
听到这个消息，纷纷到村委会公开栏前看通
知。

看完通知，家住村西头的老吕可乐坏
了，高兴地跟一块跑船的老徐说:“今年可好
了，县里派人直接到家门口来验船，当天办
理的话，应该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办完，不用
再等十天半个月排号了，不耽误干活。”老
吕盘算着，跟往年比，算上来回耽误的时
间，这一下还能省下三四百块钱呢，像他这
样得便利的船民，在微山，还有很多家。

为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有关精神要
求，微山县政府积极优化服务，将服务窗口

前移，推出上门服务活动。该县渔业管理部
门推出送渔船检验上门服务的措施，帮助营
运中的渔船开展年度检验工作。这是该县渔
业管理部门继内陆渔船证书“三证合一”
（即由原先分开的渔船登记证书、渔船检验
证书和捕捞许可证书合并为一本内陆渔船证
书）改革后出台的又一项便民服务举措。

据了解，微山县水域面积1266平方公
里，全县渔业生产船舶达16709艘，不仅数量
多，而且分散广，如全县渔船集中到一个地
方检验，不仅耽误渔民的日常生产劳动，而
且增加了渔船的营运成本，不利于提高行政
效率。

为了给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微山县
渔业管理部门提高服务意识，转变工作职
能，完善便民服务措施。针对渔民船检不便
的实际，认真组织开展调查摸底活动，按照
便民利民的原则，制定了渔船年度检验工作
实施方案，由各乡镇渔政站结合辖区内渔船

数量及分布实际，合理分布验船点，将渔民
的船只集中到就近的渔民居住地附近上门开
展检验服务。在检验开展前，提前向受检渔
船发出了检验通知，告知检验时间和检验地
点，由渔民自行选择就近的检验点。

针对渔民部分不会网上申报船检信息的
实际，专门组织人员帮助渔民开展网上申
报。在检验过程中，船检工作人员根据要求
逐一核对检验项目，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当即
指出并要求按规定整改，主动提醒渔民及时
对渔船机械设备进行保养和维护。一个验船
点工作完成后，工作人员再赴下一个验船点
实施检验，减少了渔民的往来奔波，也节约
了渔民生产运营成本。上门提供渔船检验服
务，在大大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确保了检
验工作做到位，受到广大渔民群众的称赞。除

“上门服务”之外，该县还推出了下班延时、
预约服务、证照送达等一系列便民服务举
措，为办事群众和企业提供温暖贴心的服

务。
今年以来，微山县以提升群众满意度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工作，印发了《关于公布“零跑腿”和“只
跑一次”事项清单的通知》，公布县级第一
批“零跑腿”事项20项、“只跑一次”事项
207项，教育引导全县机关干部、窗口人员
树牢“群众至上、服务第一”的理念，积极
破解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变“要
我服务”为“我要服务”，变坐等群众为上
门服务，进一步改进服务方式、拓宽服务领
域、提升服务效能，“保姆式”服务再升
级，凸显“放管服”改革成效，让广大群众
坐在家门口也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改革带来
的实惠。据该县渔业管理部门相关业务负责
人介绍，仅上门船检这一项便民举措的出
台，服务范围覆盖了全县14个乡镇（街道）
400多个村，受惠群众近20000户，累计为群
众节约生产经营成本达500余万元。

□ 本报记者 赵德鑫
本报通讯员 乔志宇

12月16日，优质稻米产业发展暨品牌建
设高层论坛在鱼台县举行，山东省水稻产业
技术体系创新团队、济宁市农业科学研究
院、鱼台县人民政府等三方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推进鱼台稻米绿色健康发展和品牌建
设。

“本次合作将充分发挥山东省水稻产业
技术体系创新团队水稻产业的技术、品种优
势，把鱼台县稻米产业打造成全国知名、技
术先进、品牌响亮的产业基地。”山东省水
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周学标表示。

据了解，本着“发展地方稻米产业、互
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山东省水稻产
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济宁市农业科学研究
院将为鱼台县现代农业企业、合作社、农
户、家庭农场等不同产业组织生产提供全产
业链技术服务，并为鱼台县农民开展科技培
训。

目前，鱼台县常年水稻种植面积35万
亩，平均年总产量21 . 7万吨。今年以来，鱼
台县实施“统一供种、统一育秧、统一管
理、统一订单收购、统一品牌销售”五统一
的发展战略，政府财政支持1000余万元进行
扶持，在该县9个镇、街，建设18处绿色稻
米生产基地1 . 7万余亩，2018年政府计划扶持
3000万元，继续发展5万亩，用3年时间，让
鱼台30万亩水稻变成全国绿色稻米生产基
地，让全国人民吃上放心鱼台大米。

鱼台县优选出金粳818、圣稻20等适宜本
地区种植和加工企业需求，且市场前景好、
品质好、效益高的2个水稻品种作为园区示
范推广品种。在生产中，实施全程标准化操
作，包括品种、育苗、灌溉、施肥、病虫害
防治及收割等，严格按照制订的生产标准执
行。同步建立完善“鱼台大米”质量溯源体
系，健全、完善、普及物联网建设，实现对

水稻生产全过程实时监控。设立统一的检测
检验机构，逐步建设一支专业化的技术过硬
的检测化验队伍，健全水稻安全检测体系，
提高稻农和企业质量安全意识，从源头上杜
绝食品不安全的行为发生，促进企业依法经
营。

同时，鱼台县人民政府与中国农垦（集

团）总公司签订了《关于共同推进鱼台县稻
米产业链建设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收购
绿色稻谷10000余吨，每斤高于市场价0 . 1
元，统一品牌销售，让鱼台大米有了更为广
阔的市场，附加值大幅提升。

论坛结束后，来自国内外知名的12个稻
米品种展开了现场品鉴。根据全国稻米研

发、生产等领域的17位专家的评判，综合各
稻米品种的外观、饭香、适口性等内容，来
自日本的“越光”品种综合得分为87 . 857
分，获得第一名，鱼台王牌稻米品种“津稻
919”综合得分为87 . 357分勇夺第二名。

鱼台稻米，靠品牌走向全国

□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2月19日，记者从济宁市人社局获悉，

济宁正式印发《济宁市重点产业紧缺人才引进计划实施办
法》。对与企业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社会保
险6个月以上的人才，将由政府财政给予每人每年5000
元—3万元不等的人才津贴。

据了解，按照济宁市重点产业紧缺人才引进计划，济
宁市将引进2000名左右全日制硕士以上学位或副高级以上
专业技术职务和10000名以上理工科全日制本科学历的重
点产业紧缺人才，企业招聘岗位将陆续发布。

济宁将引1 . 2万名

“高精尖缺”人才
最高可奖3万元落实“放管服”，百姓“零跑腿”。微山———

“窗口”搬到家门口 贴心服务暖民心

广告

□记者 孟一
通讯员 庄子帆

报道
12月20日，在山

东理工职业学院，今
年刚入学的首批留学
生在孔子学堂上起汉
语精读课。

□记者 张誉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2月23日记者从济宁市科技局获悉，近

日科技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公布第五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验收结果的通知》，济宁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在参加验收的
第五批45家园区中以第三名的好成绩顺利通过科技部验
收，具备正式挂牌资格，园区规划格局和建设发展模式得
到验收专家组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评价。

2013年9月科技部批准在济宁市（兖州）省级农高区
的基础上建设山东济宁国家农业科技园区，2015年10月，
为增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整体发展实力，核心区组成由原
来的生物技术产业园、农业机械装备产业园、苗木产业园
三个核心特色产业园，又增加了生物技术产业园、农业机
械装备产业园、苗木产业园、种业产业园、大蒜产业园等
五个特色产业园；总体规划面积由原来的127平方公里增
加至174 . 62平方公里，核心建设面积由原来的28 . 88平方公
里，增加至49 . 26平方公里。

济宁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具备正式挂牌资格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崔博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2月24日，济宁爱尔眼科医院开业典礼

暨爱尔慈善光明行活动启动仪式举行，中国首家IPO上市
医疗机构、全球最大的连锁眼科医疗机构爱尔眼科医院正
式进驻济宁，该院向济宁市慈善总会捐赠2000万元“爱眼
光明基金”用于打造“爱尔慈善光明行”项目，对身处贫
困的白内障、翼状胬肉、泪道疾病患者进行慈善救助。
“爱尔慈善光明行”是由济宁爱尔眼科医院与济宁市慈善
总会联合发起的一项慈善救助项目，该项目的开展将为济
宁贫困眼疾患者送去光明和希望，有利于提高济宁人民的
眼健康水平。

济宁爱尔眼科医院

捐赠2000万元

□记者 吕光社 张誉耀 通讯员 张长青 报道
本报邹城讯 12月23日，2017邹鲁文化城市座谈会在

孟子故里邹城市召开，来自福建、浙江、海南等11省近40
座邹鲁文化城市百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共议邹鲁文化
发展大计，共建共享文化自信合作之路。

座谈会为期两天，由中共邹城市委、邹城市人民政府和
中国孟子研究院主办，以“邹鲁文化与中国梦”为主题，以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总要求，旨
在与全国各地有着邹鲁文化名城美誉的城市之间建立沟通
交流平台，共同探讨弘扬邹鲁文化精神与时代价值。邹城是
邹鲁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座谈会后还开展了邹
鲁文化探源活动。座谈会上举行《邹鲁文化丛书》(全卷)首
发式和《天下邹鲁》大型电视专题片开机仪式，并为邹城文
化城市和相关单位赠授了《邹鲁文化丛书》。

2017邹鲁文化城市座谈会

在邹城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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